
邓小平的“第三世界观”: 原则的继承与理想的超越

叶自成

　　作者认为, 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的思想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要的外

交战略, 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的色彩, 人们也常把第三世界的

实力和潜力, 把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把第三世界国家与中国的关

系理想化; 邓小平的第三世界已经不是作为一种外交战略, 对邓小平的中

国永远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也要给予正确的理解。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在许多重要的方面都继承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 但是邓小平又善于

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国内形势出发, 从现实主义的外交哲学出发来处理中国的外

交问题, 在继承毛泽东的外交思想的同时, 也超越了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理想主义和意识形

态的因素。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理论的继承与超越就是其中一个证明。

一

在毛泽东晚年, 特别看重第三世界的概念, 并把它作为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外交战略。

在毛泽东看来, 第三世界包括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 它们都是受到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压迫

或干涉的国家, 与第一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都有不同程度的矛盾, 因此, 在中国进行反对霸

权主义, 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 第三世界是中国这样一个反对两霸斗争的天然盟友, 是反

帝反修的主力军, 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要力量。

当然在如何理解毛泽东的第三世界概念上, 会有不同的观点。现在国内较公认的观点认

为, 毛泽东的第三世界概念是 70 年代初, 具体地说是在 1974 年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谈话

中提出的, 后来经过发展和理论化, 成为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思想。

应当说, 毛泽东指出的第三世界概念一开始是非常现实的, 是从中国的现实的国际处境

来考虑世界战略问题的。尤其是在 60 年代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同时处于对抗状

态之时, 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无力单独凭借自己的力量长期与实力雄

厚的两个超级大国对抗, 必须借助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所以, 毛泽东当时的考虑是

很务实的。从实际来看, 第三世界的外交战略部分改善了由于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

而给中国外交带来的不利的局面, 中国借助于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 避免了外交孤立,

并且在 1971 年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但是, 在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的概念中, 包含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正是在这一理论中, 第三世界国家被理想化、人格化了, 因而产生了一些对第三世界国

家的过高的期望。

首先, 第三世界国家的实力和潜力被理想化。人们在强调第三世界的力量时, 过于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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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人口、资源、土地面积等因素, 看重它们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中一国一票机制中占的

多数席位, 而实际上, 在国际政治中, 最重要的因素即军事、经济和科技的力量仍然是决定国

际事务的最重要的因素, 而正是在这一点上, 第三世界理论夸大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 其

实, 第三世界国家数目虽然多, 但其经济、军事、科技力量在世界上的比重都很小, 最落后的

50～ 60 个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总产值还不如西方国家一家大的跨国公司的产值。这决定了

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是极为有限的。人们常常乐于谈论第三世界国家在中

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地位问题上的作用, 但即使在这个问题上, 第三世界国家所起的作用可能

也被夸大了, 因为直到 1970 年, 赞成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国家也只有 51 个, 反

对的有 47 个。发生关键影响的事件还是由于中国本身力量的增长, 以及美国对华政策即将

发生的变化, 特别在 1971 年第 26 届联大召开前不久, 美国总统尼克松派基辛格于 7 月访华

并发表尼克松将访问中国的公告, 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 表明承认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已是

大势所趋无法阻挡, 这使一些国家的立场发生了变化, 这个因素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

地位中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同时, 在后来赞成新中国席位所需要的 76 票中, 也并不全是第

三世界国家, 即及为两阿提案国之一的阿尔巴尔亚以及匈牙利等东欧的许多国家, 古巴、法

国、挪威等共 22 国, 是所谓的第二世界国家, 还有苏联作为第一世界的国家, 对中国也投了

赞成票。

第二, 第三世界国家团结集体意识被理想化了。在第三世界理论中, 第三世界国家是作

为一个团结的整体而出现的, 但实际上, 第三世界国家从来不是一个团结的整体, 很少能以

一个集体的声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 第三世界国家是各种各样的, 在意识形态、语言文

化、民族、宗教方面五花八门, 在国家利益上虽然都有反剥削反压迫反控制的一致的一面, 但

另一方面, 相互之间在领土上, 在民族宗教上也有矛盾, 国家利益存在冲突的一面, 有不少第

三世界国家相互之间甚至是严重对立的, 它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甚至超过与两个超级大国

的矛盾。在国际事务中, 第三世界国家有团结一致的时候, 但多数时候处在呈现分化和一团

散沙局面。同时, 所谓第三世界是否天生具有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性质也值得质疑, 实际上

苏联在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超过中国的影响, 美国对不少的第三世界

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 所谓第三世界只是在理论上是一个整体, 但实际上它从来也不是

一个整体, 内部是四分五裂的, 这也大大影响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 第三世界与中国的关系被理想化。人们常强调第三世界国家在反对霸权主义、帝

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与中国的共同点和一致性, 但这是一个方面, 而且常常被夸大, 因而

掩盖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存在的国家利益, 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矛盾和冲突。即使在

60～ 70 年代, 毛泽东产生第三世界战略思想的时期, 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也是不少

的, 中国与印度发生了边界战争, 与印尼关系极为恶化,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还支持台湾, 在意

识形态上与美国站在一起反对所谓的“共产主义扩张”。

二

在邓小平成为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后, 邓小平首先继承了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的

外交思想。这表现在邓小平多次申明, 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 中国永远不称霸。正如邓小

平所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 永远不能称霸。将来我们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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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 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如果那时中国翘起

尾巴来了, 在世界上称王称霸, 指手画脚, 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界籍’, 肯定就不

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这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制定的对外政策, 我们要用来教育子

孙后代”。①

1982 年 8 月, 邓小平把中国外交中的原则正式称为中国外交的三个基本政策, 他说, 中

国对外政策是一贯的, 有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 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 第三

句话是加强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② 1989 年时邓小平又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 一直奉

行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 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③ 有时候,

邓小平又把这三句话合成两句: 一, 反对霸权主义与维护世界和平, 二, 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

界, 中国现在将来都是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称霸, 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④。从字面上

看, 邓小平有时候讲得比毛泽东还要更加强调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如邓小平认, 中

国应当永远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甚至于宣布“社会主义国家永远属于第三世界, 社会主义

的发达国家也是属于第三世界”⑤。这表明, 邓小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的第三世界思想中现

实主义的因素, 也多少继承了其中的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在邓小平的新时期的外交思想中, 关于第三世界的思想仍然对新中国的外交具有指导

意义, 并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中, 尽管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新中

国不但保持而且加强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在邓小平看来, 中国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

中国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中国要全方位对外开放, 中国要为世界和平而努

力, 中国要维护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以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所以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

必须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从这个意义上说, 加强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 仍

然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 在理解邓小平的加强第三世界团结与合作的思想时, 不能只看到他对毛泽东的第

三世界理论的继承, 还要看到他根据新时代的变化对这一思想的发展, 更要看到而且更应当

指出邓小平在这一方面对毛泽东第三世界外交思想中的理想主义因素的超越。

在邓小平整个思想体系中,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实事求是这一思想哲

学始终是占上风的。

邓小平把实事求是放在一个很高的思想路线的地位上, 他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

思想、哲学、理论、方法的概括。它同各种机会主义思想都是完全对立的, 包括教条主义、经验

主义、‘左’的右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这是毛主席经常讲的也是讲得最多的道理, 列宁也讲

得很多。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 首先就是实事求是。归根到底,

这是涉及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

东西就是实事求是”,“我们要把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到制定政策、实行政策的

各个方面”⑥。这不仅体现在他的对内思想, 而且也体现在他的外交思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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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总是以一种变化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形势的发展, 因而他的外交思想也处在一种

发展变化中。邓小平在 1975 年时就认为,“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来划分

敌我的时代已经过时了, 因为“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再存在, 两大阵营的概念已不合乎今天的

实际。因为不但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变化, 帝国主义阵营也发生了变化”。①

邓小平在 1977 年时又指出,“国际形势变化很大, 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

现实, 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原来存在的两个阵营都瓦解了, 两个阵营中间存

在的中间地带也发生了变化。”这里的所谓中间地带, 就是毛泽东指出来的思想, 后来发展成

为第三世界理论。② 越到后来, 邓小平外交思想超越理想主义的因素也越多, 使现实主义成

为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主流和基调。这一变化与邓小平对整个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分析有关, 与

邓小平分析中国的最根本的问题有关。邓小平自 1978 年后就一直认为, 中国的经济建设是

中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根本任务, 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这奠定了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现实

主义的坚实的基础, 也使得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在总体上超越了过去时期形成的理想主义的

原则, 其中也包括对毛泽东第三世界理论的超越。

三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邓小平的中国永远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中国应当永远与第三世界

国家站在一起, 中国应当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的思想在邓小平外交思想体系

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认为这应当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因为在邓小平的外交语汇中, 第三世界有两重含义:

一是政治概念, 是指与过去的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相对而言的, 它具有

反霸权, 不结盟, 反对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含义, 而且它代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

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应当永远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所以, 邓小平在谈到中国将永远是

一个第三世界时, 总是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 中国将永远站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一边。

但还要看到, 在宣布中国将永远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时, 又包含了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

的成分, 即使仅仅从政治概念上看也是如此。

在中国进行现代化的进程中, 在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后, 中国仍然需要与第三世界的广

大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但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看, 中国不管与第三世界

国家关系多么好, 也不能对这一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 中国外交必须摆

正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的位置。无论怎么说, 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日本

和欧洲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因此, 在中国 80 年代到 90 年

代, 中国外交实际上是把同西方国家的外交放在重要位置上。同时, 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也有一个两面性问题, 并不是第三世界国家都与中国友好。相反, 现在支持台湾当局并承认

它为一个“国家”, 几乎清一色都是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也存在边

界领土的纠纷甚至发生武装冲突。

第三世界还有经济上的含义。那就是第三世界国家是经济上发展较落后的国家, 是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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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 是发展中国家, 是以这两类国家为基础组成的不结盟运动的国家。邓小平曾经指出,

“不结盟运动的基础就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主要指亚、非、拉国家, 还有其他地区的发展中

国家, 基本是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第三世界是多样的, 不结盟国家也是多样的, 不同的是,

第三世界不开会, 不结盟国家有一个会。我们一直支持不结盟运动, 没有任何损害不结盟运

动的言行, 没有否定它的作用。我们不反对不结盟国家这个概念, 这同我们讲的第三世界概

念并不矛盾。”①

在邓小平的现实主义影响下, 邓小平在第三世界理论的理想主义因素方面是有所超越

的。这表现在:

第一, 邓小平在最后的讲话中, 不再认为中国应当永远做第三世界国家, 第三世界国家

不是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最后定位。在邓小平看来, 中国现在是, 而且在将来的很长时间中仍

将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中国在将来发展起来后也应当支持第三世界国家, 与第三世界国家

站在一起, 但中国不应当以永远是第三世界国家为荣, 第三世界国家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不

发展的落后的国家的含义, 中国不可能, 不应当, 也不能够永远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邓小平

所倡导的现代化的最后目标, 正是要改变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不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面

貌, 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不仅是一个政治大国, 而且还要成为经济大国, 邓小平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 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邓

小平说的“少管别人的事”既指不干涉发达国家的事情, 也指不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事, 邓小

平说的中国不要当第三世界的头, 当然是一种策略, 但里边也有要与第三世界国家保持一定

的距离的含义, 邓小平在 1992 年的南巡讲话中, 还特别指出, 中国应当用 100 年的时间“把

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 ②然后继续努力,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发达国家,

这正是邓小平为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最后定位: 摆脱第三世界国家即发展中国家, 不发达国家

的行列, 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当然, 到那时,“发达国家”将不再是西方国家, 发达的资本主义

国家的同义词。也就是说, 在从经济上为中国定位时, 邓小平并不把中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

或者定位为第三世界国家, 因为在经济意义上, 发达国家是与发展中国家相对的, 说中国发

达起来, 成了一个发达国家也还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就等于说发达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

家, 或者说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发达国家一样, 这从词义上是不通的, 自相矛盾的。使中国成

为发达国家, 或者努力使中国成为接近于西方国家那样水平的比较发达的国家, 正是邓小平

为之努力奋斗的一个崇高的目标。他在 1975 年时就曾表达过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愿

望, 要在本世纪末达到“比较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只是比较接近, 要完全同美国、西欧、日本

水平一样, 恐怕办不到”, 要用几十年时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使我们的生产能力和总产值达

到美国的水平。③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 领土广阔, 具有悠久文明的东方大国, 不可以也不

应当永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永远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中国必须争作世界大国, 必须成为

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发达的国家, 必须争作一个从发展中国家中发展起来的, 坚持社

会主义和平外交路线永不称霸的发达国家。

第二, 邓小平在 1987 年后还多次说过中国是第三世界中的一员, 认为“第三世界包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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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并宣布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但很少说中国永远是第

三世界, 有时候还把中国与第三世界分开来讲。如 1989 年 11 月, 邓小平说到新的冷战时, 没

有说西方国家针对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 而是分开来说, 认为西方国家在同时进

行两个冷战,“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 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 并指出西方国

家经常侵犯贫弱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 而中国则不属于此类国家, 因为中国敢于与美国作斗

争, 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显然是把中国列入社会主义国家之列而没有列入第三世界国家。

更重要的是, 在过去邓小平曾经把支持第三世界和中国永远是第三世界作为中国外交

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1989 年 3 月时还提到过去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

平, 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 但邓小平实际上在 1987 年后就没有再特

别强调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是中国的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 而只有前两个部分, 在 1988 年 12

月和 1990 年 3 月, 邓小平曾经两次提到中国的对外政策, 却只谈到了和平与发展和建立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 说“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 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维护世界和平; 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 没有谈第三世界, 说明第三世

界在邓小平的外交战略中的地位的下降①。

第三, 调整与第三世界的关系还与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和对外开放战略有关。

在毛泽东时期, 当中国与苏联与美国同时交恶时, 甚至在中国与美国调整关系实行一条

线战略的时期, 第三世界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

中国借重于第三世界国家人数众多的特点, 广泛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建立起与

苏联和美国相抗衡的力量体系, 强化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而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体系中, 第三世界虽然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它已经不是一

种重要的对外战略, 而只是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后, 中国把与大国的关系, 即把与美国、苏联、日本、欧

洲等的关系放在更重要的全球战略地位上来考虑, 加强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 相对而言, 第

三世界国家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是下降了, 所谓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的调整,

就是要把中国过分借重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改变为与大国保持正常的战略关系的调整,

就是中国与大国的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格局中的地位的上升, 和第三世界国家在中国对外

战略体系中的地位的下降。其实邓小平在 1980 年 4 月的一次讲话中就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思

想。邓小平在与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 (很有意义的是, 毛泽东在 1974 年关于第三世界的

重要的讲话也是对他讲的) 会见时提出, 虽然中国“还是要坚持毛主席制定的三个世界划分

的理论”, 但是中国在“处理复杂的国际问题时, 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具体问题。改善同美

国的关系, 同欧洲的关系, 同日本的关系, 就是根据这个思想。我们总结了我们的经验, 认识

到, 不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 我们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可能太快”。②

人们经常只看到邓小平的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一个方面, 即改变中国与美国的准结盟

关系, 改善与苏联的国家关系, 保持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独立性, 但人们常常没有指出或

有意忽略这一思想的别的含义。这一战略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一方面要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

—28—

太平洋学报　1999 年第 2 期

①

② 《邓小平思想年谱》, 151～ 152 页。

《邓小平思想年谱》, 424 页,《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33、249、290、352、360、363、344、345、289、
281、282、353 页。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的关系, 另一方面也要保持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性, 不当第三世界的头, 不与第三世

界国家结成联盟, 在处理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时也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线, 而是以中国的国家利

益为准则,

这一变化也与中国实行的对外放战略有关。对外开放当然是对所有国家开放的全方位

开放, 但其重点是向发达国家开放。中国所有外交战略的一个目标就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 而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经验、市场大部分都取决于发

达国家, 中国吸收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经验以及市场, 70～ 80% 来自于发达国家, 这就很明

显中国必须把对外战略的重点放在发达国家, 放在大国之间, 而不是放在第三世界国家身

上。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对外政策, 而且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大事, 因为邓小平多次指

出,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长期处于停滞也不能叫社会主义。

这种对外战略的调整必然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体系中的地位的下降。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约大事记

　　1949 年 4 月 4 日, 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

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冰岛、挪威、葡萄牙、意大利、

丹麦 12 国外长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 北约

宣告成立, 随后在法国建立总部。

1952 年 2 月, 希腊和土耳其加入北约。

1955 年 5 月, 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同月, 苏联、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阿尔巴尼亚和民主德国缔结《华沙条约》, 与北约对

立的华沙条约组织宣告成立。

1966 年 7 月, 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

但仍是北约政治成员。北约总部从巴黎迁至布鲁

塞尔。

1982 年 5 月, 西班牙加入北约。

1990 年 7 月, 北约伦敦首脑会议宣布冷战结

束, 并提出对北约进行改造, 使其从军事政治组织

转变为政治军事组织。同年 11 月, 欧安会巴黎首脑

会议签署《新欧洲巴黎宪章》, 标志冷战结束。

1991 年 7 月, 华沙条约组织解散。11 月, 北约

罗马首脑会议通过了《北约战略新概念》, 明确北约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预防冲突和处理危机”。

1992 年 6 月, 北约外长理事会决定成立一支

快速反应部队, 专门承担西欧以外欧安全范围内的

维和使命。12 月, 北约决定以军事力量介入前南斯

拉夫地区危机。

1994 年 1 月, 北约首脑会议批准并决定实施

由美国倡议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 以加强同前华

约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关系。

1994 年 4 月, 北约在联合国代表授权下, 连续

3 次空袭波黑塞族阵地。12 月, 开始向波黑派出维

和部队。

1995 年 12 月, 北约向波黑派出由 6 万人组成

的多国部队, 监督波黑和平协议的执行。包括俄罗

斯在内的 14 个非北约成员国也参加了多国部队。

1996 年 6 月, 北约柏林外长会议同意在北约

内部发展“欧洲支柱”, 成立一支由西欧联盟指挥的

多国多兵种特遣部队。

1997 年 5 月, 北约与俄罗斯签署《北约与俄罗

斯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基础文件》, 同年 7 月, 北

约马德里首脑会议确定接纳波、匈、捷三国为新成

员, 启动了东扩进程。

1998 年 10 月 13 日, 北约绕过联合国, 擅自下

达对科索沃采取空中打击的“行动命令”, 对南联盟

施压。

1999 年 3 月 12 日, 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三国

外长在美国密苏里州签署加入北约文件, 从而成为

北约正式成员国。

1999 年 3 月 23 日, 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发布对

南联盟进行大规模空中打击的命令。24 日, 北约对

南联盟的空袭开始, 这是北约自成立以来, 首次未

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武力

干涉。

摘自《人民日报》1999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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